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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元礼
仲秋的一天，去了一趟望鲁

山下的樵岭前村。回来后，久久
不能忘怀。那里，被称为鲁中画
廊的自然景观、几千年来厚重的
历史沉淀、灿烂的文化底蕴、红
色浸透的基因、蓬勃发展的活
力，令人感慨万千。我深深地爱
上了这片山水相依、人文荟萃的
土地。

攀上望鲁山之巅，俯瞰樵
岭前周边，山峰鳞次栉比，如堆
放的箭簇。漫山遍野，一片林
海苍苍。远处则淡淡点点，烟
岚云岫。这里每块岩石都镌刻
着沧桑往事；一湾一湾的湖水
映着日月光辉，每湾湖水都写
满了樵岭前人的浴火重生。近
500年来，樵岭前的村民，以望
鲁山下的山山水水为舞台，演
奏了一首首情致昂扬、直干云
霄的交响曲。

这一首首交响曲铿锵有力，
美妙动人，既震响着久远的历史
回音，也跳动着近现代流畅的
音符。

望鲁山雄姿奇伟，像一个力
拔千钧的武士守护着樵岭前，但
它的传说却流淌着凄婉悲凉的
泪水。

望鲁山，顾名思义，一个
“望”字，在传说里，没有深情等
待的奢望，也没有希望的油然而
生，只有鲁国女人四顾茫然、望
帝啼鹃的绝望悲情。

公元前717年，齐鲁两国会
盟，用历史上久用不衰的政治联
姻来巩固两国关系。在两百多
年的联姻史上，鲁国从鲁桓公到
鲁成公，7位国君就有6位是以齐
女为夫人。齐国从齐僖公到齐
悼公，有5位君主以鲁女为夫人。
尤其是鲁桓公和文姜的婚姻，正
史野史，连篇累牍。

齐国嫁到鲁国的夫人大都
风光无限。而鲁国嫁到齐国的
夫人，既无权也不显赫。传说
齐昭公夫人叔姬，自从嫁到齐
国后，整日魂牵梦萦鲁国的山
水和亲友，茶饭不香，日久天
长，身影如扶风弱柳。身不由
己，不能返鲁探亲，无奈，只好
出城，不顾路途颠簸劳顿，选了
齐鲁边境樵岭前村南边一座登
高望远的山峰。站在山上，叔
姬等娇喘微微，泪眼朦胧。她
们把这里看作一个托付思念的
渡口，要把爱摆渡到曲阜去。
然而，“自顾无长策”，“望尽天
涯路”，面对东南故国的山河，
洒一把相思泪，冲淡一下自己
的雨泣云愁，心情得到一点宽
慰。之后，鲁国嫁到齐国的夫
人，如齐灵公夫人颜姬、齐景公
夫人重姬、齐悼公夫人季姬等，
代马依风成了一块心病，都先
后来此登山，聊寄愁怨。

从那以后，人们称这座乡愁
弥漫的山峰为望鲁山。

望鲁山从遥远的远古时代

走来，不仅滋生了叔姬望鲁的
故事，还有其他许多奇异梦幻
的传说。近现代的革命史、发
展史，也为它添了数笔浓墨
重彩。

解放战争中，著名的莱芜战
役望鲁山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望鲁山战斗是莱芜战役的重要
组成部分。2015年7月7日，博山
区政府认定望鲁山战斗遗址为
区级重点文物。

望鲁山战斗遗址丛林密布，
溪水穿行，一棵棵古树遍布其
中，亲历了那段腥风血雨的历史
片段。这里有600年以上的柏
树，灰褐色的树干，刚劲挺拔，任
风吹雨打、雷鸣闪电，依然苍翠
盎然。这里有200年以上的板栗
树、楸树，枝杈交错，遮天蔽日。
阳光透过的地方，一条条金线划
开一片片夺目的空间，使这片血
染的土地风采斑斓。在这里，可
以看日出之磅礴，看日落之辉
煌。手抚山石如此坚毅，感受山
风如此强劲。我们这些在大山
里长大的人，对大山的一草一木
都一往情深。

望鲁山四周遍布着多处名
胜古迹，如王母池、黑龙潭、天星
湖，李家洞古文化遗址、齐长城
遗址、古炭窑等。既可访古探
幽，也可山水流连，情不自禁悠
悠然。

1985年，樵岭前村开发溶洞
时，在李家洞出土了夹砂黑陶罐
口沿、鸡冠纽鼎足等文物，还发
现了原始动物化石群。经专家
鉴定，化石群为“第四级冰川原
始动物化石群”。土锥形灰陶残
片，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三角鼎
的一足。证明4000年前，这里就
有人类活动，樵岭前村的先民就
开始在这里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

1997年6月至1999年6月，
专家组历时两年，对博山境内的
齐长城实地考察，认定2600年前
修筑的齐长城，在樵岭前梯子山
有一段复线（博山境内齐长城共
有一条主线，两条复线）。该段
从青石关到梯子山、望鲁山北
麓，长约2300多米。梯子山和望
鲁山之间，有一处“桥门洞”，属
于齐鲁交界的重要通道，至今保
存比较完好。这段复线也是齐
国一道重要的防御线。2006年
国务院把此长城遗址列入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碑予以
保护。

望鲁山西北面的大小淋漓
沟、托山顶等地，生长着茂密的
柞树林，约有400多公顷。柞树
看上去沉稳、古朴、典雅，树形美
观。现在，许多城市移栽、修剪、
造型作为景观树。

在这片柞树林周围，尚留6
万多个300至600年的柞树墩。
柞树林附近残存木炭古窑遗址。
明朝初期，樵岭前村就建了木炭
窑，用柞木烧制木炭。至清代、

民国时期，木炭窑发展到30多
座。现在，大多数已坍塌，保留
了部分遗址，有3座保护比较
完整。

柞树材质坚硬，抗腐耐湿。
樵岭前村民摸索出一套用柞木
烧制木炭的妙方，他们烧制的木
炭无烟、无味、耐烧、热量大；敲
击，还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
每年能烧制木炭6万多公斤。这
里的木炭远近闻名，曾特供明清
皇家，还广泛应用于陶瓷、琉璃、
翻砂、油田、餐饮等，并出口日本
等地。

柞树不仅能烧制木炭，其树
叶还可以养蚕，称为柞蚕。樵岭
前村亦农亦商，以商养农的意识
萌发早，从明末清初就开始放养
柞蚕，利用蚕茧抽丝、织布。20
世纪30年代，一度成为博山地区
蚕茧生养、加工和销售中心。烧
制木炭、放养柞蚕，还开办了“聚
诚银楼”，这在一个群山合围、交
通闭塞的山村实属不易，是樵岭
前村民农商并举、聪颖睿智的
创举。

望鲁山经受了火与血的洗
礼，峥峥其貌，愈加凛凛然。丰
富优美的人文景观，更是锦上添
花，尽展飒爽英姿。作为国家级
森林公园，每年游客络绎不绝。
望鲁山是樵岭前村从零星居民
在此繁衍生息，发展成一个530
户1500多人、几乎家家都住楼
房的小康村的见证。它也目睹
了樵岭前村走过的每一个脚印。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樵岭前村
就吹响了向幸福生活迈进的号
角，开山修路，先打开进出村的
通道，然后，他们超前规划，步入
美丽乡村建设。几年的星霜荏
苒，砥砺深耕，迎来满地芳华。
1985年9月，樵岭前溶洞风景区
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列入5大省
级风景区。2002年5月，樵岭前
景区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国家
重点风景名胜区。2008年 3
月，樵岭前村被评为“山东省旅
游特色村”。

离开“晴岫插天如画屏”的
望鲁山，走在下山的弯路上，枝
杈间穿泄的阳光格外纯净，心情
是那样的空灵。此刻，耳边的交
响曲荡漾开来，跌宕起伏、抑扬
顿挫、扣人心弦。你听，风吹树
叶沙沙沙，是低音单簧管缓缓流
出的妙音漫长悠远。你听，小百
灵、画眉、黄鹂的吟唱，是小提
琴、单簧管和次中音号彰显的柔
美婉转。而奔腾欢叫的溪水，就
像钹、小鼓齐奏带来的欢快鸣
响。具有金属般嘹亮的小号，和
穿透力极强的长短笛和大鼓，最
适合表现望鲁山战斗暴风雨般
的激情与畅想，那是已听过的
一章。

时光荏苒，山在走，云在飞，
望鲁山下的交响曲一直在回响。
（文中部分史料出自《樵岭前村
志》）

□ 马海霞
我们这里进入10月，

家家户户都晒萝卜干。此
时，正是青萝卜的丰收季，
萝卜价格最亲民，买来一
兜或自家地里种了，刨一
篮子，洗净，斩去头尾，切
成小段，撒盐腌出水分，将
萝卜条摆在太阳下晒，天
气若好，三天就晒好了。
晒好的萝卜条用热水烫洗
一下，去除灰尘，再摊开晾
干水分后，加入适量的盐、
花椒面，滴入几滴高度白
酒，最后淋香油，揉搓几分
钟，装进玻璃瓶腌制一两
天就可以吃了。

喜欢吃辣的，可以往
萝卜干里加辣椒面；喜欢
吃甜的，可以加些白糖；喜
欢吃酸的，就多加醋；还有
人往萝卜干里加入熟芝
麻。若喜欢吃油焖咸菜，
吃的时候取出一盘萝卜
干，泼上热油即可；还有人
喜欢吃十三香，腌萝卜干
一定也要抓一把十三香撒
上。虽然同样腌萝卜干，
每家每户的口味也略有
不同。

10月，到乡间走一趟，
会发现晒萝卜干已然成为
一道风景。有人不那么讲
究，萝卜切条后，直接摊在
破凉席上。陈年不用的凉
席上面布满了灰尘，也管
不了那么多了，反正还要
烫洗。把凉席放在水泥马
路上，可怜的萝卜被晒得
毫无尊严，灰头土脸的，羞
于见人。

有人将萝卜条摆在屋
顶的瓦上晒，整整小半面的
屋顶都被萝卜队伍霸占。
屋顶上的萝卜条离太阳近，
离地面远，远观也颇具气
势，它们自然可以趾高气
昂，畅快地挥发着水分。

有的人最具智慧和耐
心，将萝卜条用线串起来，
挂在两树之间，一层层，由
高到低可以挂很多串。串
起来的萝卜条，不用翻面，
就被晒得面面俱到，而且
这边没有了太阳，可以将
它们挂到朝阳的树上继续
晒。赶上天气突变，收也
容易，一扯一串，三下五除
二就收起来了。这样晒，
最为美观，白绿相间的萝
卜条整齐挂在树间，路过
的人，即便走得再匆忙，都
会放慢脚步，瞥上几眼。

早年，外婆在世时，晾
晒萝卜条就用悬挂法。

外婆干活仔细，她切萝卜
都有匠心，萝卜条切得厚
薄长短都差不多，那些尺
寸不合规矩的，外婆便留
下，炒菜吃或用来做面疙
瘩汤。

母亲笑外婆，萝卜条
串起来晒时，条与条之间
也需用尺比着才行。外婆
说，那是当然啦，否则宽一
行，窄一行，看着多别扭。
外婆的萝卜干晒的时间都
不同，有的晒六分干，有的
晒七分干，有的晒八分干，
往里加的盐也不同。外婆
说，萝卜干晒得干、加的盐
多，便保存得时间久。而
且晾晒的时间不同，做出
的萝卜干味道也不同。都
说众口难调，外婆在这些
细节上尽量都满足家人的
不同胃口。

我喜欢吃酸辣口味，
外婆便会给我特制一瓶萝
卜干，多多的醋，多多的辣
椒面，咬一口，酸辣脆爽，
一顿能多吃半块馒头。

大家都说外婆腌的萝
卜干咸菜好吃，外婆说，其
实萝卜干不管晒在哪里，
路边、屋顶还是挂起来晒，
晒到对折发软就算晒好
了，加入相同的调味品，味
道都差不多，人家说好吃，
不过是客气话。

我长这么大，吃过很多
人腌制的萝卜干咸菜，还是
觉得外婆做的最好吃，这里
面不仅有亲情的味道，还
因为外婆腌的萝卜干每
一条长得都差不多，打眼
瞧就板正，看着便有了胃
口，而且外婆特别注重干
净卫生，吃着放心。

萝卜干咸菜腌制好
后，可以存放一冬。漫长
的冬天，喝一口热粥，咬一
口萝卜干咸菜，味蕾便被
熨帖得舒舒坦坦。外婆曾
说，寒冷也是一味好调料，
有些食物就得在冬天吃才
觉得有味道。萝卜干咸菜
吸足秋天的阳光，在冬天
的寒气包裹下，才会更加
脆爽。

如今，又到了晒萝卜干
的季节，我的舌尖已经开始
期盼。萝卜干从晾晒到腌
制，四五天时间便可以吃
了，但好东西总值得再等
等，等到冬天，等到漫天飞
雪时，配一碗热粥，就着萝
卜干咸菜吃，才有味道。

这是秋冬联手给予舌
尖的一份厚礼。

萝卜干的“姿态”

望鲁山下的交响曲


